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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实践

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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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生物知识是从生活和自然中提炼出来的，与我们周遭的生活密不

可分，学习生物，也要从生活入手，回归原味，才能更加透彻的理解，

熟练的运用。因此，生物教学生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，教师实践的步伐

也开始加快。本文分析了高中生物教学生活化的意义和实践方法，希望

能够带动这一教学模式的进一步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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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 
生物教学生活化也就是将教学内容与生活中的问题相联系，

让学生从“用知识”的角度去学，发现身边的生物。这是一次教
学的突破，将打破陈旧的理论式教育，也是践行新课程改革的一
次伟大尝试。首先我们要认识到，生活化的生物教学有以下重要
意义的体现。 

一、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的意义 
首先，生活化的生物教学从学生们身边的事物入手，让他们

从这一角度去发现，去理解，相比于让他们以为的钻研课本，这
一学习方式显然是一种捷径，许多知识难题都将迎刃而解。其次，
培养实践型人才是生物教学的根本目标，生活化教育将生物理论
知识的价值和作用充分体现，也教会了学生如何去利用这些知
识，这对于达成新课程改革的目标而言是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
的。 后，一些生活性的教学案例也成为了课堂上的“催化剂”，
使课堂气氛更轻松、愉悦，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更高。 

二、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的策略 
（一）教学理论生活化 
生物课本中大量的理论知识包含着一个又一个重点，令学生

们十分头疼。部分知识理解起来就十分费力，掌握起来更是容易
混淆，整个学习的过程也是枯燥而乏味的。在充分考虑到学生学
习需求的基础上，教师要利用生活化元素为生物课堂增添色彩，
让那些拗口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，让学生高效率掌握。如在“降
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”一课中，谈到酶的 适合温度活性 强
时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，谈到人的正常体温为
36.7℃，正常体温下身体舒适，如果发热到 39℃左右，人就觉得
浑身无力，消化不良等，这就是因为人的体温升高，酶的活性下
降，细胞代谢速度减慢了[1]。这样真正达到“从生活中来，到生
活中去”的 终目标，更有利于在考试中灵活应用直观的、富有
切身体验的知识，应试成绩自然而然能够得到提高。 

在教学中，教师要注意结合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，
例如把每天新闻联播中播报的有关案例，与新授课结合起来，引
导学生去分析和探讨，查找问题的根源，分析问题出现的条件，
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，并引导学生开动脑筋、积极思考，用自己
的智慧推出一些小发明、小创造，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
困惑、难题等。今年国家把食品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，它关系
到千家万户、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，是各级职能部门的重要职
责所在。中学生也要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，为食品安全问题出谋
划策，宣传教育，提高群众识别、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，增强中
学生的社会责任感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为将来服务人民、奉献
社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。  

（二）教学情境生活化 
创设问题情境是指以问题为载体，创设与教学目标、内容、

学生认知结构紧密相关的问题。在课堂教学中，教师通过创设新
颖的问题情境，能够有效地引起学生注意，激发学生学习动机，
启迪学生思维，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。问题情境的
创设要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，以兴趣为出发点，将生
物学问题融于喜闻乐见的情境中，以此激起学生探求新知的积极
性。促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知学习中。让学生在体验中发现，
在发现中产生新问题，由此激发学习动机继而进行思考和探究。  

例如，在进行“物质跨膜运输的实例”的教学中，可以创设
这样的教学情景：吃比较咸的食物如咸菜或带盐的瓜子时，你的

口腔和唇的黏膜为什么会感觉干涩？为什么把萎蔫的青菜放入
水中后会变硬挺？通过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引发学生的思考，
产生一种探究的心理，从而激发出探究细胞吸水和失水原理的兴
趣[2]。  

通过引导学生在原有生活经验上展开思考，驱动他们学习新
知识的内在动力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，主动参与探究知识，从
而实现对知识的构建。同时，也避免了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只作
为接受知识的容器的弊端，从根本上引导对知识的发现与创新。  

（三）学习任务生活化  
课堂是学生学习生物知识的园地，但生活是他们实践的园

地。生物教学的实效性并不体现于学生的考试分数上，而是体现
于他们实践的水平中，因此教师有必要对生物课堂进行拓展，延
伸到生活这个大课堂中，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，落实课程要求。
布置生活化实践作业，一方面能够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，另一方
面也减轻了他们的课业压力，这样的课下任务很容易被学生所接
受，并且能够在实践中遇到许多学习中没有考虑到的问题，这对
他们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。例如，学生学习三大营养代谢后，
教师在布置课后作业时，就可以面向生活，对经常吃的食物进行
分类，让学生收集这些食物的营养成分及资料，把这些资料整理
成家庭健康饮食的膳食计划。这样，学生就可以很容易地将理论
知识转化为实践力，自然而然地获得荣誉感和学习生物的价值
感，生成学习生物的动力和信心[3]。再如，“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
的方式”教学中，可以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，走访本地居民，
探究居民在自己家里酿造葡萄酒的过程，结合课本知识探究这种
做法是否科学，然后在实验室进行试验，找到酿酒过程中哪里需
要改进，怎样才能提高葡萄酒的品质和产量。  

三、结语 
科学来源于生活，因而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，应当拥有“以

科学解答生活，以生活验证科学”的勇气。生物学课程本身就是
一门实验性极强的科学，所有已知理论和方法，已有的态度和价
值观都需要放在学习者的实验中去推理、验证、理解、发展，生
活实践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验方式，而且生活中的观察和思考
远比复杂的公式推理简单有效，所以，用生活实践验证理论知识，
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某一项学科内容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学
生良好的生物学素养，提高学生认识科学、利用科学、发展科学
的能力，为高中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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